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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國 112 年台灣⺠間的消費復甦⼒道強勁，內需持續熱絡。百貨業受惠於消費⼒道回流⾄實體通
路，112 年整體營收達 4,492 億元，相較上⼀年度成⻑ 13.8%，相比 108 年疫情前的 3,552 億元
成⻑約 27%。網路銷售額全年達 5,035 億元，相較去年同期成⻑ 2.1%。112 年以來，入境人數創
疫情以來新高，整年度達 640 萬人次，觀察誠品生活全年退稅人次與金額，逐步恢復⾄疫情前 4-5
成，預期 113 年觀光人數和收益將持續成⻑。 

112 年財務表現總結  

在實體通路業績大幅回升下，112 年誠品生活合併 IFRS 營收較前⼀年度成⻑約 19%，達新台幣(以
下同) 66.43 億元，終端營收約為 226 億元。實體通路獲利雖已轉正，惟誠品生活新店及誠品生活
台中 480 此兩大店皆於 112 年度 Q4 開幕，依 IFRS 會計準則認列⼀次性開辦費⽤，影響稅後損益
約 1.2 億元，此為 112 年度誠品生活虧損主因。雖受上述⼀次性費損影響，誠品生活仍較前⼀年
度減虧 0.59 億元，112 年稅後淨損為 1,29 億元，合併後每股虧損 2.73 元，較前⼀年度減虧約 1.24
元。 

主要事業群表現 

誠品生活近年來持續深耕發展「虛實融合(OMO)全通路文化生活生態圈」(Human Touch with 
Digital Links )，致⼒提供實體人文關懷融合數位服務的全通路平台，並持續發展會員經濟。以下
分別就上述生態圈之發展，區分成第⼀曲線與第⼆曲線說明 112 年之表現： 

(⼀) 「虛實融合(OMO)全通路文化⽣活⽣態圈」之第⼀曲線：包含複合商場、餐旅事業群及旅館
事業群之既有事業。

截⾄ 112 年底，誠品生活海內外營運據點共計 53 家。112 年 9 月底在台灣順利開展了旗艦大店誠
品生活新店，面積達 1.9 萬坪，是誠品生活有史以來規模最大之單店，113 年預估可超越信義店成
為誠品生活年度營收最高店點，並同步超越前⼀年度信義店之損益貢獻。位於台中七期的誠品生活
480 面積 7,500 坪，則接續於 112 年 12 月起分階段試營運，預計 113 年 3 月下旬將全棟正式開
幕。 

既有店部分，誠品生活南⻄營收與獲利皆創新高，主題 24 小時書店繼誠品信義店於 112 年 12 月
24 日圓滿閉幕後，遷徙⾄曾獲 CNN 評選為全球 14 家最酷百貨之⼀的誠品生活松菸，並於 113
年 1 月 20 日投入營運。松菸 24 小時書店書量較過往擴大 3 倍，書目與首間 24 小時敦南書店相
當約達 10 萬種，並有⻑達 100 米大面積落地窗景串連書區、誠品兒童館、誠品咖啡共逾 200 席
座位，是可感受戶外天光雲影的新形態跨世代書店。誠品生活松菸匯聚 24 小時書店、畫廊、電影
院、表演廳、酒窖、旅館、海內外時尚設計、在地手作體驗與文創禮品等多元文化面向，以 1.1 萬
坪空間緊密發揮誠品生活之營運綜效，結合周邊古蹟與後續大巨蛋百貨、餐飲、辦公、旅館的相繼
投入，勢必將成為台北市新興亮點商圈中最獨具⼀格的文化創意新地標。 

此外，餐旅事業群維持歷年始終穩定之獲利表現，走過疫情風霜的誠品行旅年均住房率達到七成以
上，112 年度已大幅減虧⾄接近損平。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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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虛實融合(OMO)全通路文化生活生態圈」之第二曲線：主要為誠品線上、倉儲型物流與社區
店之創新事業。 

誠品線上 112 年聚焦可同步擴大營收與降低虧損之營運模式，初步已獲成效，112 年業績雖僅較
111 年微幅成⻑，但虧損大幅縮⼩ 25%，於此軌道上接續將致⼒追求提升每筆訂單價的營收成⻑。
誠品線上的經營策略於 112 年起亦更顯明確，主要客群即為針對追求與喜愛誠品生活風格的 360
萬名會員，互補實體通路之空間與商品有限性，提供更完整的圖書書目、精選禮品、優質生活用品
及獨家專門選品，同時設計連結線上和線下的專屬活動，並根據線上下消費軌跡和資料分析，進行
個人化商品推薦。觀察 112 年，誠品線上有消費會員人數占比已達全年不重複消費會員 140 萬名
的 28%，即每四名會員中已有超過⼀名會員為誠品線上顧客，且由誠品線上所觸及帶入之新會員，
每⼆人中更即有⼀人會前往實體消費，在此正循環效應下，誠品線上得以避開全⾯訴求價格與速度
的純電商平台補貼規模競爭，形成與誠品生活實體通路密切結合的會員消費生態圈。 

此外，社區店型「誠品生活時光」112 年陸續在萬華及淡水展店，目前由於家數尚少，尚未構成重
要營收損益影響，尚在尋求最佳店型規模及營運模式。  

未來計畫與展望 

⺠國 113 年，誠品生活仍將以強化全通路營業方向為主軸，以大⼩並行之實體展店策略持續提升
獲利，大店訴求建立差異化生活地標，⼩店追求模組化經濟規模。誠品線上則計畫結合實體擴大圖
書市占率並擴充選品品項，虛實並進互導線上下流量，落實會員經濟。 

第⼀曲線：複合商場、餐旅事業群及旅館事業群之既有事業。本質以「實體複合通路經營」為主軸，
以「店舖」為核心，於海內外不同城市展店，並以書店做為助商場創造主題引流與差異化的主要競
爭特色。 

台灣誠品生活新店及誠品生活 480 於 113 年將可完整挹注全年業績，誠品生活松菸全⾯改裝大致
完成，整體損益較 112 年將可望大幅好轉，此外，亦將持續開發台灣合適拓點機會。海外部分，
誠品生活蘇州雖⾯臨大陸經濟下滑，但由於其場域精神與商品特色，預計 113 年仍有望超越疫情
前之營業狀態。香港目前則有 11 家大⼩經營據點，惟疫後港幣強勢，有消費⼒之港人傾向出國旅
遊購物，訪港之國際及大陸觀光客現況仍大幅少於疫情前水準，113 年不容樂觀，將持續改裝以提
升營收與毛利。誠品生活日本橋為穩定品牌授權模式，不排除持續開發品牌授權項目。誠品生活吉
隆坡進入⾺來⻄亞為時尚短，113 年仍需積極擴大品牌聲量與培養當地會員。商場通路外，餐旅事
業群營業表現穩健，誠品酒窖專案客⼾與散客貢獻同步成⻑。誠品行旅則在國際商務及觀光客回流
後，以藝文旅館之特色和眾多國際連鎖五星旅館區隔，住房率與房單價皆明顯提升，館內外餐飲業
績亦持續成⻑，預估 113 年度將首度貢獻誠品生活獲利。 

第二曲線：誠品線上、倉儲型物流與社區店之創新事業。本質以「虛實通路融合經營」為主軸，以
「顧客」為核心，同步擴展多類別的商品品類，線上與線下作為彼此會員導流與差異化的主要競爭
特色。 

誠品線上 113 年之經營關鍵在於訂單價與有購會員的質量提升，將以更精準的會員分析與行為預
測提高訂單價與回購率，持續線上線下的互導行銷以擴大綜效，預計誠品線上能於未來 3 年達到損
益平衡。倉儲型物流部分，降低庫存、提升週轉天數並善用倉庫空間與第三方合作增加收益，為
113 年主要經營方向。社區店型的「誠品生活時光」則將於 113 年檢視是否需進⼀步擴大⾯積規
模，並重新設定市場定位、商品組合與坪效目標，預計將觀察前十家展店營業績效，重新制定後續
合適發展店數與城鄉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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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股東會出席股數之計算與開會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及視
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
過⼀⼩時。延後二次仍不⾜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以上股東出席時，
由主席宣布流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額⽽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以上股東出席時，得
依公司法第⼀百七⼗五條第⼀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個
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
應依第六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
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百七⼗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條：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
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
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
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
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人擔任主席，繼續開
會。 
主席對於議案 及股東 所提之修正案 或臨時 動議，應給予 充分說 明及討論之機
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之
投票時間。 

第⼗⼀條：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
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議案每⼀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
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
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議案僅得推由⼀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
⾄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議案提問次數
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項⾄第五項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案範圍者，宜將該提問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
議平台，以為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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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表決股數之計算、迴避制度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
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人同時受二人以上
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
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三條：議案表決、監票及計票方式 

股東每股有⼀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百七⼗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
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 ，應採行以電子方式 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 行使其表決
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
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
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
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 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
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後，如 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 出席股東會
者，⾄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
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
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
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
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
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
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布
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次性計票，並宣
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第六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之股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記相同
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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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
會者，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正或對
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第⼗四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程序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
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少保存⼀
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百八⼗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訴訟終結為止。 

第⼗五條：會議紀錄及簽署事項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公司議事錄之分發，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
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
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錄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外，並應記載
股東會之開會起迄時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及紀錄之姓名，及因天災、
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時之處
理方式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於議事錄載明，對於
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股東提供之替代措施。 

第⼗六條：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出席之
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
內為明確之揭示；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
⼗分鐘，將前述資料上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會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揭露於
視訊會議平台。如開會中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者，亦同。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
人中華⺠國證券櫃檯買賣中⼼）規定之重大訊息者，則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
內，將內容傳輸⾄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七條：會場秩序之維護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
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
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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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股權憑證發給之對象；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及本公司發
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均得包括符合⼀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 

前項所稱⼀定條件授權董事會訂之。 

本公司若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或以低於發行日收盤
價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應經股東會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 九 條 ：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其發行
之股份，並依該機構之規定辦理。其他有價證券亦同。 

第 十 條 ： 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於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
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之。 

第 十 ⼀ 條 ： 股份之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公司股東名
簿，不得以其轉讓對抗本公司。 

第 十 二 條 ： 本公司有關股務之處理，除法令規章另有規定外，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十 三 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下列二種： 

⼀、股東常會，每年⾄少召集⼀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內依相關法
令召開。 

二、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第十三條之⼀：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 十 四 條 ：本公司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開會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
於開會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前述通知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 十 五 條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依公司法第二○八條規定辦理；由董事會以
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
時應互推⼀人擔任之。 

第 十 六 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除依公司法第⼀七七條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五條之
⼀規定外，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十 七 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表決權，但有發⽣公司法第⼀七九條規定之情事者無表決權。 

本公司董事以股份設定質權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
時，其超過之股份不得行使表決權，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第 十 八 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
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八條之⼀：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如欲撤銷公開發行時，須提報股東會決議通過
後向主管機關申請之，且於興櫃期間及日後上市（櫃）期間均將不變動
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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